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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推动了国家的发展，提高了社会的整体速度、效率，方便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与此

同时，它也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数字鸿沟，处在“数字鸿沟”中弱势地位的人民群众和强势地位的

人民群众对数据信息、新兴技术拥有和使用方面的差异造成了社会的分化，“数字鸿沟”中的弱势群体

的基本权利很难得到保障，造成了一种新的社会不公平现象。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促进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的建设，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我们必须重视这一问题，保护“数据鸿沟”中弱势群体的

基本权利。本文是按照“是什么”“为什么”“怎样做”的思路展开的，主要介绍了“数字鸿沟”中弱

势群体的含义、“数字鸿沟”中弱势群体产生的原因、特点以及大数据时代给他们带来的影响，最后针

对性提出保护他们基本权利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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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dvent of the Big Data era has boosted the country’s development, increased the overall sp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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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fficiency of society and facilitated the lives of the people,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also 
brought about a new problem—the digital divide, in which the disadvantaged people in the “digi-
tal divide” and the powerful people in the “digital divide” are divided. The difference in the pos-
session and use of data and information and new technologies between the disadvantaged and the 
powerful people in the “digital divide” has led to social polarisation, making it difficult to protect 
the basic rights of the disadvantaged groups in the “digital divide” and creating a new kind of so-
cial inequality. In order to maintain social stabilit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so-
cialist society and achieve the goal of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we must pay at-
tention to this issue and protect the basic rights of the disadvantaged groups in the “digital divide”.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ideas of “what”, “why” and “how”, it introduces the meaning of the dis-
advantaged groups in the “digital divide”, the caus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sadvantaged 
groups in the “digital divide” and the impact of the big data era on them,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ir basic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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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互联网、云计算等技术的快速发展，数据信息的更新速度越来越快，人们获取信息越来越便捷，

人们利用信息的程度也越来越高。但在数据信息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中存在这样一部分人——老人、

贫困的村民等，他们或因为不会使用智能设备，或因为缺乏使用智能设备的必要条件等，而无法获取信

息或者获取信息速度较慢，相比利用互联网等技术掌握丰富信息的人，他们成为了大数据时代的弱势群

体，“数据鸿沟”也由此产生。我们利用大数据的本意是方便人类生活、谋求社会发展，但是它却对“数

据鸿沟”中的弱势群体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他们的基本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得不到保障，比如，现在医保

缴纳几乎所有地区都实行网上缴费，一个会用智能手机的年轻人足不出户，用几分钟就可以完成医保缴

纳，但不会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就要花费几倍的精力、时间去完成医保缴纳，大数据惠及人们的同时却

把这一部分人排除在外。我们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不能把这一

部分人关在门外，保护他们的基本权利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2. “数据鸿沟”中弱势群体的含义 

我们要研究“数字鸿沟”中弱势群体的含义，首先要了解什么是“数字鸿沟”。“数字鸿沟”一词

源于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于 1990 年出版的《权力的转移》一书，该书提出了信息富人、信息穷人、

信息沟壑和数字鸿沟等概念，他认为数字鸿沟是信息和电子技术方面的鸿沟，信息和电子技术造成了发

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分化[1]。美国是最先对数字鸿沟含义作出具体规定的，他将数字鸿沟定义为

一个在那些拥有信息时代的工具的人以及那些未曾拥有者之间存在的鸿沟。通俗的讲就是在社会大众之

间或者在国家间由于经济能力或者知识能力的差异等原因，有的人会掌握最新的网络技术、最新的数据

信息等，他们享受着数字化时代带来的各种便利，而有的人则很难得到或接触最新的网络技术、最新的

数据信息，他们走在了数字时代的末端，在这种情况下，两部分人之间就形成了所谓的“数字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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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数字鸿沟”是指在数据信息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在不

同人之间产生数据信息两极化的现象。而“数字鸿沟”中的弱势群体是相对于强势群体来说的，是指那

些使用数字化设备和技术存在困难，无法及时获得、利用和分享数据信息的人。 

3. “数据鸿沟”中弱势群体产生的原因、特点 

3.1. 原因 

1) 经济因素 
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领导下，经济快速发展，GDP 逐年增长，老百姓手里的钱也多了起

来，大部分人民过上了小康生活，但是中国人口众多，国土面积广阔，依然存在不少贫困地区、贫困人

民，脱贫攻坚任务依然任重而道远。贫困地区和贫困人民受限于自身的条件，缺少接触数据信息的电子

设备、缺少网络信号等，而且对他们来说，首先需要解决的是自身的温饱、生存问题，他们并不想在电

子设备和互联网上花费太多或者是没有能力负担这些，这就导致他们互联网的使用率低，容易成为数据

信息时代的弱势群体。 
2) 生理因素 
近年来，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从国家统计局 2020 年公布的数据来看，到 2019 年底，

中国 60 周岁以上的人口为 2.5 亿，占据总人口的 18.1% [2]，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已经成为我们

现在不容忽视的问题。老年人相比年轻人来说，他们在数据的获取、占有和使用等方面存在差距，即使

是知识水平较高的老年人，他们也可能受限于自身的身体机能等，在使用智能设备、获取信息时遇到困

难，不如年轻人操作熟练。不仅老年人和年轻人之间存在数据鸿沟，婴儿、儿童由于年龄小，缺少必要

的知识教育等原因，也容易成为数据时代的弱势群体。此外，残障人士因为生理功能的缺失，很容易与

外界脱节，被社会淘汰，这一部分人容易成为数据信息时代的弱势群体。 
3) 地域因素 
中国幅员辽阔，地形多种多样，有高原、山岭、平原、丘陵等，地形的复杂多样给通信设备的铺设、

道路的修建、城市的建造等带来很大难度，比如西藏地区，由于地处高原，气候寒冷等，它的通信设备

铺设率远低于东部沿海地区，人民缺少获取数据信息的必要条件，地域的限制容易导致人们之间产生“数

据鸿沟”。 
4) 教育因素 
1986 年 4 月，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开始实施九年义务教育。自实施以来，

我国的文盲率显著降低，人民的知识文化水平提高，我国教育事业也取得了极大的进步，但是有调查表

明，仍然有一部分人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接受教育或者就受教育水平低，这一部分人或因为不会拼音，或

因为不会电脑、网络技术等，不容易获得、利用数据信息，他们就容易成为数字化时代的弱势群体。 

3.2. 特点 

1) “数字鸿沟”中的弱势群体获取数据信息的途径较少 
在数据信息化的时代，社会大众获取数据信息最常用的方式就是使用智能手机、电脑浏览各种 APP、

网站、社会公众号等，比如，浏览微博可以找到最新时事、八卦新闻，使用淘宝不需要出门就可以买到

各种需求品，使用微信可以与远在千里之外的人沟通交流、得到及时的反馈等等，这极大地提高了社会

效率，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但对于数据信息弱势群体来说，他们有的人因为经济问题无法购买智能手机、

电脑，缺乏接触网络数据的工具，有的人因为地域问题缺乏通信设施、没有网络信号而缺少了接触网络

的途径，有的人因为年龄、生理功能、受教育程度低等原因而无法使用智能设备，他们获取信息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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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就只有电视、报纸等传统新闻媒介，相较于新媒体，传统媒体存在滞后性等问题，容易发生消息不

对称、不对等的问题。所以，数据弱势群体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不能用便捷的智能设备快速获取信息，缺

乏获取信息的途径或者获取信息的途径较少，这就促使他们跟不上社会的发展，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 
2) “数字鸿沟”中的弱势群体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 
虽然实施了九年义务教育之后，社会文盲率降低，人们知识文化水平提高，但是通过分析导致“数

据鸿沟”中弱势群体的原因，我们不难看出无论是因为经济原因导致的数据鸿沟，还是因为地域因素、

生理功能障碍、年龄导致的数据鸿沟，他们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经济问题会导致无力负担学费而放弃

接受高等教育，地域差异会引起师资力量的差异、教育资源的失衡，生理功能障碍可能会剥夺受教育的

能力，而且我们现在社会年龄大的那批人，与现代年轻一代相比，他们大都学历水平低，知识文化素养

不高。以上种种都表明了受教育程度与现代数据信息获取、利用等息息相关，有一部分人因为受教育程

度低，无法及时获取利用信息而成为数据化时代的弱势群体。 
3) “数字鸿沟”中的弱势群体以农村居民为主 
因为经济原因导致的弱势群体大多是一些贫困区、贫困县，主要集中在农村，农民靠天吃饭，缺乏

科学的种植培育技术，收入水平相比城镇居民要低得多；因为年龄问题而导致的弱势群体在农村居民身

上的体现尤为明显，年龄大，文化程度就会低点，而农村年龄大的居民大都只有小学水平，甚至有的人

并没有上过学，受教育程度低，他们对于数据信息并没有什么概念，不懂得如何获取利用新兴科技、数

据；因为地域问题导致的弱势群体大多是没有铺设通信设备的农村，相较于城市的发展，农村在基础设

施方面会落后许多，农村的互联网建设依旧是个短板[3]，这在疫情期间体现的明显，疫情期间教育部倡

导“停课不停学”，要求老师通过网络授课的方式来传授知识，许多偏远农村的孩子没有智能设备或者

有智能设备但是没有网络信号，他们被迫只能放弃上网课。相较于城市的基础设施、经济水平，农村无

疑是落后的，他们基本权利更不容易得到满足，更易成为“数字鸿沟”中的弱势群体。 

4. 大数据时代对“数据鸿沟”中弱势群体的影响 

4.1. 大数据时代增加了“数据鸿沟”中弱势群体获得利用数据信息的难度 

大数据具有来源多、数量多、类型多、价值低的特点[4]，对于弱势群体来说，一方面，数据信息的

复杂性加大了他们获取利用的难度，而且极有可能得不到有价值的信息，给人造成混乱，降低效率；另

一方面，数据信息的真实性有待考证，大量信息涌来的同时，也引来了对数据信息的真实性的思考，网

络散布谣言的情况时有发生，对弱势群体来说，本身获取利用数据信息就有困难，虚假信息的存在更加

大了提取信息的难度，比如，新冠疫情期间，出现过“粮食短缺，赶紧囤米抢油”“新冠病毒来自武汉

实验室”“湖北农产品传染新冠病毒”“多戴几层口罩才可以防病毒”“喝板蓝根可以预防新冠病毒”

等谣言，这些谣言的出现加大了疫情期间数据信息弱势群体获取利用信息的难度，不能及时地配合国家

的防控工作，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 

4.2. 大数据时代容易忽视“数据鸿沟”中弱势群体的需求 

随着数字时代的快速发展，大数据在收集、整理、分析相关用户的数据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被

广泛的应用于金融、医疗、教育、政府政策等方面，它可以快速收集并分析出相关用户的需求、倾向，

找出存在的短板并及时修正，但这仅仅针对的是数据信息强势群体，对于数据信息弱势群体，他们没有

在相关平台出现或出现较少，导致相关平台缺少他们的数据信息，在做大数据分析时就容易忽略其诉求，

给与相关优惠政策时会倾向于数据信息强势群体，把弱势群体排除在外，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不公平现

象，尤其是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如果不能全方位地了解人民的需求，就会导致社会失衡，引发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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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满，损害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 

4.3. 大数据时代在一定程度给“数据鸿沟”中的弱势群体的生活造成困扰 

大数据时代，给社会大众(数据信息强势群体)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像足不出户即可在几分钟内完成医

保缴纳；出门购物消费不需要带现金，扫码支付即可；外卖送货上门；商家、生产商可以分析顾客的消

费需求，针对需求生产产品，减少资源的浪费。但是对于数据信息弱势群体来说，他们可能因为不会使

用或者不能使用而被排除在大数据时代的门外。近日，媒体报道了湖北省一位老人冒雨交医保，因工作

人员拒收现金而不知所措，视频中，工作人员告诉老人：“不收现金，要么告诉亲戚，要么你自己在手

机上支付。”[5]这段视频在网络上迅速传播，人们围绕“数字化时代正在抛弃老人”这一话题展开激烈

的讨论，先不论这个医保窗口是否具有收费资格，不深究其背后的体系问题，但是不收现金这一现象的

确给很多不会使用手机、银行卡支付的人带来了很多困难，这其中以老人尤甚，好像是把他们抛弃的感

觉，损害了他们享有的基本权利。无独有偶，疫情期间，一位老人在乘坐地铁时，因为没有出示健康码，

乘车受到阻拦[6]。一面是严格执行防疫规定的工作人员，一面是没有健康码要坐地铁的老人，工作人员

严格执行规定、履行工作职责没有问题，老人乘坐地铁本身也没有问题，老人也并不是不想遵守规定，

而是不知道这项规定、不知道如何得到健康码，老人没有健康码是大数据时代带给他们的困扰，他们“无

力”跟上这个时代。大数据时代给了社会大众便利，提高了办事效率，降低了办事成本，但从上述两个

案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大数据时代给数据信息弱势群体造成了一定困扰，他们享有乘坐地铁、使用现

金支付的权利，这是不可否认的，也是不能被剥夺的，大数据时代却对他们行使他们这些权利时设置了

诸多限制、诸多门槛，要他们跨越这些限制、门槛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困难，最终就会使得他们的权利

得不到很好地行使，这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符，容易造成社会不

稳定，解决这一问题就成为了我们的不可推卸的任务。 

5. 保护“数据鸿沟”中的弱势群体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 2017 年发布了《2017 年世界儿童状况：数字时代的儿童》报告，特别建议在

数字领域建立坚实的伦理框架的起点，明确提出了“保护弱势群体：分享和使用特定类型的数据会增加

特定人群的风险，国际社会应对此达成共识”[7]。大数据时代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是瞬息万变的信息时

代，我们要具备及时、快速、有效地利用信息的能力，这对国家和个人都有着深远的意义。尽管世界处

在大数据的时代背景下，但在我国，还有很大一部分人被排除在大数据时代之外，他们享受不到数据信

息带来的变化，这既阻碍了自身的发展，也不利于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为此，我们要积极应对，建立

系统完善的体制来帮助信息弱势群体，提高全民族的数据信息能力。我们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入手： 

5.1. 政府层面 

1) 发展经济，消除贫困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对于贫困地区、贫困人民来说，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经济问题，只有

解决了数据弱势群体的中经济基础的问题，他们才有可能接触智能设备、接触数据信息，因此，我们要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坚持脱贫攻坚战略，消除贫困，提高人人群众的物质生活

水平。 
2) 完善基础设施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道路交通、通信设备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越来越完善，但是仍然存在许多交通

不便、条件恶劣的地区缺乏通信设备的情况，对于这部分地区来说，建设通信信号是一个挑战，地理环

境因素限制了它们的发展，因此，国家政府的扶持就必不可少，政府可以加大扶持力度，推动互联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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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化[8]，让这部分地区的人民享受大数据生活带来的便利。 
3) 制定相关政策——放缓脚步，给予传统生活方式生存空间 
大数据生活时代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加速社会发展，追求速度、效率、方便等就成为了这个时代

的特征，但是我们追求发展的同时，不能一味求快，也应该放缓脚步，给予传统生活方式一定的生存空

间，等一等那些跟不上的群众，如：在扫码点单的同时提供纸质菜单、医保缴纳时设置人工缴纳窗口、

在使用健康码时允许纸质证明的存在、扫码支付的同时允许现金支付等等，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有“人

情味”。政府要宏加强观调控，制定相应政策，不抛弃“数据鸿沟”中的弱势群体，保障他们的基本权

利，比如，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就是为了弥合老年

人“数字鸿沟”，更好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为人民群众谋福祉的生动实践。 
4) 推进现代化教育，提高人民文化水平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很明显的是人民群众的知识文化水平

显著提高，在普遍提高的情况下，仍然存在知识文化水平较低的群体，他们即使拥有接触数据信息的物

质基础，但缺乏文化知识的情况下，也不会获取或者利用数据信息，不能享受数据时代带来的便利，因

此，政府要继续发展教育，加大教育投入，培养知识型人才，提高社会大众的文化水平，建设知识型

社会。 

5.2. 社会层面 

1) 数据提供者积极承担责任 
在大数据时代，数据提供者是掌握丰富数据信息的强势群体，掌握着主动权，权力大，责任也大，

数据提供者要建立相关数据库，收集、整合数据信息，让杂乱的数据信息变得系统化，也要甄别数据信

息的真伪，剔除虚假信息，让数据弱势群体更好的获取利用信息。 
2) 相关企业加强技术开发，提供“适弱性”产品 
企业利用大数据信息可以快速、准确地了解人们的需求，虽然总体上来说，年轻一代是消费主要群

体，但是也要发扬企业的人文关怀，照顾那些数据信息的弱势群体，了解他们的需求，比如为老人开发

一种简单易操作的智能设备，降低使用难度，简化操作流程，让老人更好地利用智能设备，努力追上时

代步伐。 
3) 社会组织提供帮助 
“数据鸿沟”中的弱势群体是一种社会性弱势群体，社会组织可以发挥自己社会力量，通过相关工

作人员、志愿者等为这些弱势群体提供帮助，让他们更好地融入数字时代。就网络技术来说，相关组织

通过建立网络培训室、设置网络培训课程等向数据弱势群体普及数据信息知识，帮助他们使用智能设备、

利用和分析数据信息，教会他们识别信息真伪、减少网络诈骗的发生。 
4) 大众传媒发挥力量 
电视等大众传媒作为传播信息的媒介，是“数据鸿沟”中的弱势群体获得信息的重要来源，大众传

媒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为弱势群体提供并解读新兴的科技、最新的时事等，让受众能够读懂大数据并受

用于大数据[9]，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社会的发展，不被大数据时代“抛弃”。 

5.3. 私人层面 

1) 个人积极学习 
大数据时代是一个不断学习的时代，需要我们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现代社会数据信息更迭速度快，

社会形势瞬息万变，不管是“数据鸿沟”中的强势群体还是弱势群体都应该不断学习，跟上时代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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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弱势群体，在大数据时代本就处于不利地位，除了利用政府、社会提供的帮助外，自身更应该以

一种积极的态度去学习，保持进步性、先进性，保护自身的基本权利。 
2) 家人提供帮助 
对于“数字鸿沟”中的弱势群体，受经济、地域、知识文化水平、生理等因素影响，他们获取利用

数据信息能力弱，家人作为他们亲近、最易接触的群体，可以主动教会自己的父母、爷爷奶奶等使用手

机上网，让他们熟悉相关软件的使用，更从容地应对大数据时代下的衣食住行。 

6. 小结 

“老人冒雨用现金交医保被拒”“老人因没有健康码使其出行受阻”反映的是一种“数据鸿沟”中

弱势群体基本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的现象，实质上是“数字鸿沟”下的新的社会不公平问题，解决这一

问题要靠政府、社会各界和自身的不断努力，政府完善基础设施，让民众便利地获取信息，数据提供者

和大众传媒利用自身影响力帮助民众甄别信息，民众自身也要保持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这有助于广大

人民更多、更好地享受大数据红利[10]，更好地适应大时代的生活，保护“数字鸿沟”中弱势群体的基本

权利，让社会成为一个“有温度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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